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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學」論述台灣文學史外在環境的生產機

制，相較其他模組論述有其特殊性。本文以

論述台灣文學史為始點，討論幾部模組軌道

之外的研究，另兼述2019年度的主題類型。

二、台灣文學史的論述

《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期中刊登古遠

清的〈台灣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

《華文文學》1期也刊登了古遠清的〈從「發

現」到「發明」台灣文學—呈逆方向發展

的兩岸台灣文學研究〉先後討論台灣文學的

位置。前文提到台灣與香港一樣，不是中國

一般省區市文學，而是境外文學，但也不是

海外文學，而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這篇論文主在論述台灣文學之所以有

現今的「殊相」，是來自於政治環境，作

者認為從1949年戒嚴到1987年解嚴，「肅殺

的氛圍」重挫了台灣文學作家的創造力和

生產力，因此產出的文學也成為後來的人

嘲諷的對象。接著他對1990年代的「多元共

生時代」，指出台灣文藝政策從主導轉向

輔助再到無為而治的現象。並認為這所謂的

無為，是「以虛無為本，以心循為用」，認

為民進黨政府造就了台獨式的台灣文學，

並引導了文學的生產機制與傳播方式。作者

觀察到2000年之後，陳水扁前總統所提出的

「海洋文化」即是要對立於中國，以此建立

「海洋國家」，這樣的觀點尚不論中國大一

一、前言

隨著國內資安層級的提升，無法被確認

是安全的網頁，皆成了拒絕往來戶，尋找資

料也因此產生更多困難，遑論要在各種網路

陷阱裡確認中國的訊息。雖然如此，所幸仍

自友好的中國學者以及國內大學的圖書資源

中，獲得不少訊息，得以一探2019中國對台

灣文學的研究概況。

2019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告台

灣同胞書》40週年」的「紀念」會上，該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如往常地強調「台海和

平」、「背離一中，就會導致兩岸關係緊張

動盪」，在強調「兩岸統一」下，不承諾放

棄武力侵台等言論。根據中國學者陳鋒的描

述，1979年1月該國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後，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與接受，就從3月《上

海文學》刊登聶華苓的〈愛國獎卷—台灣

軼事〉，接著《當代》雜誌創刊號刊出白先

勇的〈永遠的尹雪豔〉開展關注，但也因為

收集資料的範圍以及主觀意識，中國學者對

台灣文學的研究始終在一定的軌道、模板上

進行著，1895-1945年是抗日，1945年之後

則處處與中國有著「無法分割」、「一衣帶

水」的關聯，以《告台灣同胞書》40年來所

形塑的論點，使得中國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有

所困境，無法有突出的特色，雖然如此，與

時俱進的知識分子仍是存在，古遠清的〈台

灣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使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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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意識，剛好符合台灣文學特質海洋文學。

此篇論文可看見作者欲建立中國觀看台灣模

組之外的視角，他雖以戒嚴時期為主要的觀

察範圍，並將政治與文學的發展扣合論述，

卻也企圖尋找即使作為「中國文學重要的組

成」，台灣文學終究有其獨特的發展路線，

是這島嶼上獨有的生成。

在同一期發表的另一篇關於文學史的論

述〈光復初期台灣文學史論述的多重話語維

度〉，認為1980年代以來中國與台灣都興起

「重寫文學史風潮」，只是台灣本身所書寫

的台灣文學史，在解嚴前夕出版的《台灣文

學史綱》方是書寫成果的起步。該篇論文由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的成員

陳欣卉與劉小新合寫，認為「光復初期」的

台灣文學史是發展史過程中重要的階段，也

是重要的節點，他們提出三種衝突、六種論

述維度來分析這時期的台灣文學：中斷論與

延續論；再殖民論與去殖民論；省籍矛盾與

階級衝突論，並分析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

綱》、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彭瑞金

《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以及中國學者劉

登翰等人的《台灣文學史》。文中筆者將陳

芳明與葉石濤分類為「中斷論」，彭瑞金為

「延續論」，突顯兩組人馬對於戰後初期跨

越語言一代的文人，是否繼續寫作的議題，

然而因為分析路徑只取兩組論述的片斷，因

此未能發覺論者以書寫文字或書寫能力為論

述重點的差異。葉、陳、彭皆論及文學發展

的中斷，是因為被限縮與限制的書寫語言，

但他們並非指作家停筆不寫，作者刻意將相

近似的論述拆解為互有差異，讓人不解。而

由陳芳明史觀引發的再殖民論述，以及黃英

哲著作《「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

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中的去殖

民論述，作者提出再殖民論述是對殖民的誤

用，而肯定去殖民論述的殖民是正解，只是

台灣化與中國化不應該對立，因此台灣學者

的再殖民與去殖民論述都有錯誤與破綻，而

這也是作者全然未能對威權統治的殖民元素

作基本了解所造成的觀點，造就了通篇論述

的基調，並產生「光復初期的文學史」是現

實主義、大眾及解殖的說法。

古遠清〈從「發現」到「發明」台灣文

學—呈逆方向發展的兩岸台灣文學研究〉

（《華文文學》1期），顯見一位長期實地

觀察、廣泛收集台灣文學讀物的學者，如何

掌握台灣的文學史論述，在政治底下文學有

其不得已的發展，走出變異的路線，此篇論

文的題目針對陳芳明的〈從「發現」台灣到

「發明」台灣—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

書寫策略〉（《中國事務》9期），但這篇

是2008年發表的文章，時間已有些久遠，作

者據此分析台灣學者對中國觀看台灣文學的

視角，並單一歸結在評論者的意識型態裡。

文末肯定國立台灣文學館所編纂的「台灣文

學史長編」是彌補中國學者的不足，因而期

許所有的研究者應該要充分吸取、努力發現

台灣的新資料，深化研究才能「重新恢復台

灣文學的廬山真面目」。同樣發表於《華文

文學》另有香港的鄭媛〈跨語作家「解嚴」

後的國族認同轉向—葉石濤與鍾肇政建立

「台灣意識」的兩種策略比較〉（3期），

文中的「轉向」是單指書寫類型與議題的

不同，而非專有名詞的「轉向」。簡要鋪

陳葉石濤與鍾肇政在戰後的小說類型後，主

在評論葉鍾的「歷史失憶」與失根的「民族

性」，作者因為缺乏對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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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發展知識，因此認為兩位台灣作家都得

了去殖民的失調症，因此造成跨語世代的作

家一路發展成「文學台獨」的態勢，並模組

化地將一切導向台灣政治權力爭奪的結果。

《華中學術》3期，劉小新〈台灣區域文

學史書寫的興起〉認為區域文學是種書寫運

動，並是解嚴後台灣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

也是1990年代台灣文化政策變遷或轉移的產

物，因為受到地方學興盛的影響，在全球化

與在地化的論辯趨勢下相形重要。作者從文

學研究者撰寫的區域文學史作為材料，研究

的起始點為施懿琳、楊翠、鍾美芳所合著的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06），這確實

是第一部區域文學史的專書，但卻不能說是

第一部區域文學史。台灣各地方縣志的撰寫

工程已有百年的發展史，從清領時期的《台

灣誌》到戰後初期的〈學藝志〉，都應該被

列在區域文學史的討論中。該篇論文整理了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以降的幾部論述，其

實也擴及了縣政府的史料採集，這些在地方

政府的文化結構中，都是屬於地方誌的一部

分。作者提出的幾個書寫語境，值得研究區

域文學史者參考：書寫與政治環境的關係、

文化政策的影響、地方與社區總體營造、全

球與地方辨證的影響。另外提及因為區域

文學史將口傳與古典文學納入，各區累積

的成果也改善了整體文學史論述中，以新文

學運動為主的侷限，另外也提升田野調查的

能量—文獻資料得已被收集、整理，這是

區域文學史書寫存在的意義。然該文終究仍

脫離不了模組化的引力：「區域文學史書寫

最大侷限在於受到本土主義意識形態的消極

影響，有些區域文學史書寫演變成為進一步

為本土主義正名和張本的工具」。最後以批

評台灣學者史觀作結，彷彿必須走向這個路

徑，才能為通篇的論述打上句點。

與文學史論述相關者另有發表於《現代

中國文化與文學》的2篇論文：吳泰松〈文學

史視域中的台港澳文學編寫範式—以大陸

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材為中心的考察〉（3

期）、李瑩〈從青島到台北—流動的《白

棺》與台灣鄉土文學的「尋根」〉（4期）。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8期有張帆、

朱立立〈台灣文學史建構中的「世代」敘

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期有黃立一〈葉石濤「文學台獨」論生成的

家庭因素〉、《東南學術》2期有劉小新〈重

寫台灣文學史中的「南方問題」〉、《哈

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期有林娟芳

〈台灣文學史書寫中光復初期文化場域的特

寫—評《光復變奏—戰後初期台灣文學

思潮的轉折期（1945-1949）》，這部由台文

館出版的「台灣文學史長編」論著，是本年

度討論台灣文學史中頻繁被引用、討論的著

作。專書部分有黃萬華《跨越1949—戰後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文學轉型研究（上、

下）》（中國上海：百花洲文藝出版社，8

月）等作。

三、主題類型的觀察

古典文學方面，除了台灣作家、學者

在期刊發表的論述外，中國學者僅有張淳

〈「采風問俗」—吳德功早期寫景詩特

色淺析〉（《武夷學院學報》2期）、肖魁

偉〈清代宦游文人對台灣原住民書寫與族

群身分認同〉（《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3期），以及胡泰斌的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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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灣紀行詩研究〉（閩南師範大學

閩南文化研究院），其他論文主題大部分

仍是偏重在1950年代以降的現代主義作家、

女性作家，例如白先勇、王文興、余光中、

林海音、潘人木等人，其中又以余光中的討

論最多，近十篇的論述裡也有台灣作家及學

者的文章。而古遠清在〈「和這世界的不快

已經吵完」—《余光中傳》新寫之一章〉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期）則是總結中國

大陸、中國香港與台灣對余光中研究的整體

性觀察，分析余光中在台灣文壇的形象及其

作品經典與否等。女性作家的研究，瞬間隕

落的台灣新秀作家林奕含則有兩篇研究：齊

紅〈殘酷青春背後的人性審判—讀林奕含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揚子江文學評

論》5期）以及吳學峰〈張愛玲與胡蘭成的角

力—論「張派」女作家及林奕含的文學書

寫〉（《華文文學》1期），將張派女家的範

圍從《三三集刊》的朱氏姊妹擴增到2000年

代以降的林奕含，這樣的連結仍待日後更多

的研究予以確認。

關於文學史家王德威的評論也有幾篇可

關注的研究：盛慧〈當「抒情傳統」進入現

代文學研究話語場—王德威「抒情傳統」

論之學術範式的確立〉（《現代中國文化與

文學》3期）、張濤〈在「寫實」與「啟蒙」

之外—略議王德威的「醜怪現實主義」文

學觀〉（《華夏文化論壇》2期）、歐陽光

明、周蕭易〈「抒情傳統」：從「古典文

學」的言說到「史詩時代」的展望—以陳

世驤、王德威為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5期）等，論文核心皆以陳世驤

在王德威的演講後所提出的「抒情傳統」為

軸，並認為王德威的貢獻卓越，這些論題對

於強調台灣文學具中國文學傳統基底的王德

威而言，可謂相聲相應。

此外台灣的文學期刊雜誌，也成為本

年度中國學者的觀察對象，例如張曉婉〈20

世紀50年代台灣文學場域中的五四傳統改造

問題—以數種台灣文學期刊為考察中心〉

（《魯迅研究月刊》5期）、朱雲輝〈承續的

傳統：兩本《文學雜誌》〉（《中國現代文

學研究叢刊》12期）等。

電影研究上，大多關注侯孝賢的作品，

如豆耀君〈《紅氣球之旅》與侯孝賢電影的

異域中國想像〉（《文藝爭鳴》10期）、張

浩宇、張霽月〈《悲情城市》與《海角七

號》敘事比較分析〉（《常州工學院學報‧

社科版》2期），另外是對新電影及新移民影

像的討論：李笑非〈論後新電影時代王童電

影的底層意識—以「近代三部曲」為例〉

（《河北軟件職業技術學院學報》4期）、

李曉紅、鮑士將〈何以為家：新世紀以來台

灣新移民的影像呈現與文化建構〉（《台灣

研究集刊》6期）；以及扣連時局與聲音發

展為題的林筠〈聲音空間‧影像建構‧身

分表達—20世紀50年代閩南語電影研究〉

（《閩台文化研究》1期）。

小說主題方面，關於長篇小說的探究有

計璧瑞〈文化記憶與文學—歷史敘事—論

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與齊邦媛的《巨

流河》〉（《華文文學》3期），這是自傳式

書寫的兩大鉅作，作者也在性別視角上多所

著墨。另外有教鶴然〈分析遷台作家潘人木

《蓮漪表妹》的文本修改〉（《華文文學》4

期）、盧軍霞〈論李永平雨林世界中的感官

書寫—以長篇小說《大河盡頭》為中心〉

（《閩台文化研究》4期）、陳秀玲〈台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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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家族史書寫中的療傷意識—以《泥河》

和《海神家族》為討論〉（《職大學報》6

期）等。

散文與其餘的小說的討論，議題較為

分散，有眷村、生態等，以時代作為整體觀

察的有劉秀珍的博士論文〈多元與新變—

1990年代以來台灣散文研究〉（山東師範大

學文學院），該論文列出「都市散文」、

「家族散文」、「懷舊散文」3個區塊討論

1990年代台灣散文的革新與變化。小說研究

則有艾尤《在欲望與審美之間— 20世紀

八九十年代台灣女性小說的欲望書寫》（中

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2月），作者認

為1980-1990年代是台灣女性小說異軍突起

的年代，內容涉及欲望、身體、政治、歷史

等，有別於1950年代以降的「閨秀文學」，

並與相同內容議題的男性作家一別苗頭。最

後一如前幾年的發展，詩人的研究與作品討

論為數最多，除了前述的余光中外，洛夫、

劉正偉或是鄉愁議題者，仍不在少數。

四、結語

依據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研究

員陳鋒，在〈2019年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

況〉引用書目的統計，今年度約有132篇對台

灣文學的論述，在數量上依然可觀。我們單

就期刊雜誌、專書及學位論文的題目觀之，

確實有不少吸引人目光的論題，然在細讀之

後，仍不免有打開糖衣後的遺憾，包括模組

化的論述，老舊的題材。其中當然也有幾篇

可關注的文章，本文的觀察便是在這些值得

一讀的論題下，作一敘述及分析。中國對台

灣的觀察不會停止，吾人也期待日後更多元

與深入的研究持續展開。


